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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诗意中深藏犀利 
——对比中感受《朝花夕拾》的语言特色 

◆费  拓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沈阳  110000） 

 
摘要：《朝花夕拾》体现了鲁迅扎实的文学功底和高超的语言技巧。近年
来学术界对《朝花夕拾》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在
这些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与同期其他作家的散文语言和鲁迅散
文诗语言进行纵横双向对比，总结出《朝花夕拾》的语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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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朱自清、郁达夫散文语言对比 
优秀的文学家的作品往往有共同点，即有诗一般的美感。在

此基础上，不同的作家，语言有其各自独特的风格。在读朱自清
和郁达夫的散文作品时，可以明显感受出他们的作品比鲁迅的散
文多了平易近人的口语化特色，尤其是朱自清的散文，语言通俗
如口语，毫无文人故弄笔墨之嫌，散文既展现了他对语言的巧妙
运用，又能达到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在一些描绘景物的篇章中，
朱自清经常花费大段的笔墨进行细致的描绘和渲染，其中丰富地
运用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经常将美景同美人联想在一起，体
现了他浪漫的才子情怀。 

郁达夫的散文贯彻了他小说的独特风格，行文中那幽默诙谐
的语言常常会在不经意之处溢出，总给人以畅快之感，令人回味。
他还喜欢把现代散文和古典诗文结合在一起，使文章增加了新奇
隽永的感觉，体现了他生气洋溢的独特才华。 

相比之下，鲁迅的散文则偏向于书本化的语言，他的用词极
其精准简练，语言相对比较严肃，散文中叙事的篇幅大大多于描
景，对现世的关注和议论多于闲来无事的诗情笔赋，即使是描景
的片段也只用 朴实的语言进行诗意的白描，用严谨的排比等修
辞展示语言结构上的仪式美。 

二、与《野草》语言对比 
《野草》的思想深刻，语言优美瑰丽，用《野草》的语言与

之做出对比，从而对其语言特色产生了更深刻细致的理解。 
（一）相同点 
首先，鲁迅的文字中总是蕴含着优美的诗情诗意。《朝花夕

拾》的语言又与一般形式和韵律整齐和谐的押韵诗歌不同，它在
自由的散文结构中添加了内在的节奏，在含蓄的文字中融合了激
烈的战斗情怀。其次，鲁迅的散文语言中往往体现了惊人的层次
感。他在描绘三味书屋的段落中，就运用了由远到近，从上至下
的视角观察描绘三味书屋的情景画面。在《野草》的《秋夜》中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
也是枣树”这句则用反复的手法增强了两株枣树各自的存在感，
把它们并列的，对立的形象在读者的想象中立体地呈现了出来。

后，鲁迅的语言总是极其朴素的，他的文章从不见过分的辞藻
修饰，风格始终是朴实直白的。鲁迅常运用白描的手法刻物描景，
而且往往能准确地抓住 简单的词汇，做出 传神地陈述。 

（二）不同点 
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喜欢用幽默的语言表达讽刺的内容，

仿佛不希望让过多的纷争打扰到这片回忆中的净土一样。他在这
里仿佛一个回家省亲的将军，包裹了锋冷的利器，置身于家长里
短中，只在嬉笑打趣中偶然显露出他依旧是置身于论战的中心的
斗士。而《野草》的风格庄严肃穆，无论是绝望的主题，对死亡
的阐述，还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孤独感，都体现了深沉而激烈的
战斗情怀。 

《野草》的语言更加偏向现代诗的抽象含蓄，很多篇章都体
现出了荒诞的风格，比如《死火》中，作者将“死火”拟人化，
做出“那我就不如烧完！”的壮怀呐喊，既体现了战士永不屈服
的战斗情怀，又颂扬了积极向上的革命精神。作者仿佛始终置身
于臆想中的世界，借想象的世界来鞭挞现实，用抽象的意象抒发
内心的孤独和愤怒。而《朝花夕拾》追求的则是白话文的质朴平
实，其内容更贴近现实。两者一者严峻，一者温润。 

三、《朝花夕拾》的语言特点 
将《朝花夕拾》的语言与朱自清、郁达夫散文语言及《野草》

的语言进行比较之后，我们不难从中总结出《朝花夕拾》的语言

特点。 
（一）凝练朴实 
文章能够打动读者，则一定有能触动读者情感的地方，《朝

花夕拾》为人称赞的一大原因就在于它的真实。《朝花夕拾》本
就是鲁迅从记忆中拾出来的人和事，鲁迅用简洁质朴的语言把它
们刻画出来，在加以真情实感的渲染，点 上幽默犀利的讽刺，
使作品达到浑然天成的境界，不仅成为散文中的经典，还具有鲁
迅强烈的个人色彩，独出机杼，让人赏心悦目。 

比如《阿长与山海经》中，他写阿长喜欢“切切察察”，喜
欢用食指指指点点，总睡成一个“大”字……用短短一段的笔墨
列举了很多事例写出了自己少时对阿长的厌恶，并且丰富了阿长
的人物形象，言辞精准而朴实真切； 

（二）诗情画意 
鲁迅在作《朝花夕拾》的过程中不仅将自己年少时的一些往

事夹杂其中，还将自己的深厚情感熔铸到文章的语言中，使这样
的文章别具一格地多了温情的色调。《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无
疑是此中 具温情的一篇，不论是对童年乐园——百草园的描
绘，还是对全城 严厉的私塾——三味书屋的描写，鲁迅都运用
儿童的口吻，使它们充满诗情画意，极富情趣。先用“不必说碧
绿的菜畦……就有无限趣味”描写儿时鲁迅在百草园玩耍的乐
趣，再用相似的篇幅大小写美女蛇的故事，写完了夏趣再写冬天
在百草园捕鸟之乐，之后转写告别百草园，被送到三味书屋读书
的苦闷，尽管不快，年幼的鲁迅仿佛也能从中找寻到趣味——念
书时“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
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却突下上上错
却贡苞茅橘柚’的”、先生入神时，孩子们有坐戏的，也有鲁迅
这样画画儿的。读这篇文章会感觉到段句中富有的节奏感，这种
节奏感结合了鲜明的色彩和作者的真挚情感后，融合产生了诗般
的韵味、意境和美感。它的语言不止展现了色彩的对比，还有情
绪气氛的流动和联想的留白，文章将状物和写意联系在一起，洋
溢着画一般的优美，诗般的韵致。 

（三）幽默犀利 
鲁迅的文章，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语言或多或少都是带有

批判性的，《朝花夕拾》也是一样，即使是在重拾旧事之时他也
不会丢弃战士的长矛，而是把利刃的锋芒掩藏在机敏的幽默中
了。在《无常》中“焰摩天是有的，牛首阿旁也有的，都在地狱
里做主任”一句就饱含着极大的幽默性，仔细琢磨发现，原来这
是在讽刺那些自以为见多识广的考居家们。鲁迅的讽刺往往和幽
默分不开，他善于用这种反讽的手法加强语气，使文章表面辗转
含蓄，实则尖锐逼人，他的幽默其实也是他用来武装语言的“磨

石”。 
有的时候，鲁迅也直接用犀利的语言来辩驳真伪讽刺现实，

他甚至在《二十四孝图》中反复诅咒了“一切反对白话，妨碍白
话者”，剑锋直指封建残留势力，表达了对封建卫道者的痛恨和
顽强斗争的精神。 

鲁迅的作品代表了“五四”运动的早期成果，其语言具有一
定的开创性和颠覆性，《朝花夕拾》也是他为中国散文从文言文
到白话文的转型所作出的宝贵尝试，虽然有些地方我们读起来还
比较生硬；有些地方依然使用了文言文的语法形式；甚至有些地
方还是病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文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其作品的
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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